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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過日子是人生中極為平常的一件事。
從另一個角度說，如何把日子過好，卻是一門不尋常的學問。
現實生活中，我們總會為生活瑣事煩惱、困惑，情急之中希望透過各種古書典籍，尋求生活命題的答
案。
古人的哲學，說到底是一門教人如何思考和生活的學問。
它們看來虛無縹緲，卻能實實在在影響所有人的生活。
在中國，沒有一種廣得人心、占據主流地位的宗教，因而諸子百家哲學便越俎代庖，起了類似的心靈
慰藉作用。
《論語》是如此，《道德經》亦然。
　　既然都屬於生活哲學，便難分伯仲，只有「適合」和「不適合」之分。
不適合，未必就是不好，只不過平凡老百姓不容易理解，生活中遇到問題，沒辦法照方抓藥；適合，
意味著這種哲學通俗易懂，頗具參考價值，可以直接借鑑。
　　顯而易見，老子《道德經》正是蘊含這種生活哲學、適合普羅大眾學習和借鑑。
也許，有人會心存疑惑：「道家講的，不都是消極避世、修煉成仙的玩意嗎？
」這是一種普遍的觀點，無疑是錯誤的結論，不妨看作是世人對於老子的曲解和誤讀。
　　老子天資聰慧、飽讀詩書，對於人和天地的關係，有著深刻而本質的見解。
老子生活的年代語言貧乏，因而多數人覺得《道德經》晦澀難懂。
更可笑的是，後人不懂裝懂的注釋，將《道德經》原本簡單的道理複雜化了。
種種原因，使得老子和《道德經》遠離了生活。
現在，是該將這本令人仰止的道家經典，送入「尋常百姓家」的時候了。
　　簡單地說，老子不是「消極避世」，《道德經》也非教人「無為」和「不爭」的書。
老子之所以不為官，是因為他有更高層次的「上善」追求––成為神仙，做天官。
最終，他修煉得道，成為天庭的一員，得名「太上老君」。
　　不管這傳說是否屬實，從中不難看出：老子的生活哲學，本質是積極向上的。
上善若水、不爭為爭、處下成王等觀點，都可以用積極的觀點注解，重要的是你如何去理解。
舉個例子，出拳打人，先要把胳膊屈起來，再伸出去；老虎捕獵時，必然是先蹲下去，再跳起來猛撲
。
這其中的「屈」和「蹲」是在蓄勢，為之後的「伸」和「撲」作準備。
　　人們對老子思想的曲解，大概是只看到老子「屈」和「蹲」的姿態，而沒有看見「伸」和「撲」
的結果。
　　老子的「上善若水」告訴我們：做人，要像水一樣，不違背自己的本性。
水的本性是往低處流的，那麼人的本性呢？
自然是往高處走。
往高處走，不是大刀闊斧、一往無前，而是要後發制人、後來居上。
具體地說，做人要低調，做事要踏實。
低調，才能與人和諧相處；踏實，才能以不爭為爭，成為贏家。
本書試圖將《道德經》的處世精華，淺顯易懂地闡述，讓讀者能在人心浮躁的時代獲得快樂，像老子
一樣生活，以老子的平和心態往高處走，追求各自的上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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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過日子是人生中極為平常的一件事。
從另一個角度說，如何把日子過好，卻是一門不尋常的學問。
現實生活中，我們總會為生活瑣事煩惱、困惑，情急之中希望透過各種古書典籍，尋求生活命題的答
案。
古人的哲學，說到底是一門教人如何思考和生活的學問。
它們看來虛無縹緲，卻能實實在在影響所有人的生活。
在中國，沒有一種廣得人心、占據主流地位的宗教，因而諸子百家哲學便越俎代庖，起了類似的心靈
慰藉作用。
《論語》是如此，《道德經》亦然。
　　既然都屬於生活哲學，便難分伯仲，只有「適合」和「不適合」之分。
不適合，未必就是不好，只不過平凡老百姓不容易理解，生活中遇到問題，沒辦法照方抓藥；適合，
意味著這種哲學通俗易懂，頗具參考價值，可以直接借鑑。
　　顯而易見，老子《道德經》正是蘊含這種生活哲學、適合普羅大眾學習和借鑑。
也許，有人會心存疑惑：「道家講的，不都是消極避世、修煉成仙的玩意嗎？
」這是一種普遍的觀點，無疑是錯誤的結論，不妨看作是世人對於老子的曲解和誤讀。
　　老子天資聰慧、飽讀詩書，對於人和天地的關係，有著深刻而本質的見解。
老子生活的年代語言貧乏，因而多數人覺得《道德經》晦澀難懂。
更可笑的是，後人不懂裝懂的注釋，將《道德經》原本簡單的道理複雜化了。
種種原因，使得老子和《道德經》遠離了生活。
現在，是該將這本令人仰止的道家經典，送入「尋常百姓家」的時候了。
　　簡單地說，老子不是「消極避世」，《道德經》也非教人「無為」和「不爭」的書。
老子之所以不為官，是因為他有更高層次的「上善」追求––成為神仙，做天官。
最終，他修煉得道，成為天庭的一員，得名「太上老君」。
　　不管這傳說是否屬實，從中不難看出：老子的生活哲學，本質是積極向上的。
上善若水、不爭為爭、處下成王等觀點，都可以用積極的觀點注解，重要的是你如何去理解。
舉個例子，出拳打人，先要把胳膊屈起來，再伸出去；老虎捕獵時，必然是先蹲下去，再跳起來猛撲
。
這其中的「屈」和「蹲」是在蓄勢，為之後的「伸」和「撲」作準備。
　　人們對老子思想的曲解，大概是只看到老子「屈」和「蹲」的姿態，而沒有看見「伸」和「撲」
的結果。
　　老子的「上善若水」告訴我們：做人，要像水一樣，不違背自己的本性。
水的本性是往低處流的，那麼人的本性呢？
自然是往高處走。
往高處走，不是大刀闊斧、一往無前，而是要後發制人、後來居上。
具體地說，做人要低調，做事要踏實。
低調，才能與人和諧相處；踏實，才能以不爭為爭，成為贏家。
本書試圖將《道德經》的處世精華，淺顯易懂地闡述，讓讀者能在人心浮躁的時代獲得快樂，像老子
一樣生活，以老子的平和心態往高處走，追求各自的上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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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007第一章 水德　老子的人生哲學五千字《道德經》，概括起來無非是兩個字：水德。
說老子是個獨善其身、消極避世的人，實際上是一種誤解，因為老子生平最推崇「上善若水」的人生
哲學：水往低處流是順應本性，相應的人，往高處走才能順應自然。
1.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0162.水無形，入器隨形／0223.流水不腐，生命在於運動／0284.水至清則
無魚，人至察則無徒／0345.柔能克剛，堅持就是勝利／0396.海納百川，有容乃大／043第二章 不爭　
為人處世的辯證法不爭，是老子處世之道中高明的一招。
不爭不是真的放棄，而是以退為進、達成目標。
鷸蚌相爭，互不相讓，只能令旁人得利。
委屈的背後自然會有收穫，吃虧的本質是在占便宜，由此看來，不爭其實才是最好的「爭」。
1.委屈才能保全，不爭就是最好的爭／0482.吃虧就是占便宜，生活中的辯證法／0533.槍打出頭鳥，不
要過分炫耀自己／0584.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0625.跟著感覺走，萬事不苛求／0676.兔死
狗烹，功成則身退／072第三章 處下　腳踏實地的人生策略海洋之所以成為水之大者，在於它身處低
處，百川之流都能彙聚而來。
做人也是同樣的道理，謙遜處下、懂得收斂的人，注定會成就一番大事業。
真正的聰明人向來不多話，他們不露鋒芒、隱藏智慧，只為在恰當的時機一飛沖天、一鳴驚人。
1.樹大招風，學會掩飾鋒芒／0782.腳踏實地，才能一飛沖天／0833.做人要厚道，人生的基本準則
／0884.人心不足蛇吞象，知足常樂／0925.宰相腹裡能撐船，做人要有肚量／0986.認識自己，才能找對
位置／104第四章 和諧　與人為善的交際哲學與人交際是一門大學問，因為人的命運多少是跟嘴巴相
互聯繫。
好言一句三冬暖，花花轎子人抬人，讚美是溝通最好的開場白，與人相處時應當心存善念，多去幫襯
和扶持他人，這樣一來對方也會投桃報李。
多像老子一樣做「成人之美」的好事，你就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回報。
1.距離產生美，與人交際的哲學／1102.好話一句三冬暖，讚美是交往的第一步／1163.君子成人之美，
交往中的雙贏之道／1224.己所不欲，勿施於人／1285.信是人言，信用是良好人際關係的保證／1336.冤
家宜解不宜結，與人為善／138第五章 守靜　生活就是一種心態世事變化無常，無論是喜怒哀樂，還
是苦辣酸甜，都要我們自己用心體會。
心態好的人心靜如水，天大的事壓在心頭，也能舉重若輕；心態不好的人容易心煩，芝麻大的小事也
會寢食難安。
這正好暗合《道德經》的本意：清靜源於心態，心態守靜，好事才能不請自來。
1.心靜自然涼，活著就是心態／1442.天有不測風雲，萬事順其自然／1493.塞翁失馬，寵辱不驚之道
／1534.衝動是魔鬼，困難最怕冷靜／1585.利令智昏，看清誘惑的背後／1656.尋求平衡，活得快樂最重
要／170第六章 抱樸　老子的養生之道養生是道家的重要理論。
在老子的觀點中，長壽延年沒有想像的那麼難，只要守住精氣神，夜夜睡好覺，依照四季天時的規律
保養身體，飲食上注意營養搭配，男性多清心寡欲，女性內外兼修，房事和諧美滿，就可以益壽延年
。
1.養生首先要睡好／1762.老子的健康飲食觀／1843.動靜結合，氣功養生的原理／1944.春生夏長，秋收
冬藏／2045.男性養生，重在寡欲／2126.女性養生，內外兼修／2197.陰陽和諧，房事養生／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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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水往低處流，人往高處走　　世間萬物，最入老子法眼的無疑是「水」。
《道德經》五千餘言，用一詞概括就是「水德」。
老子在第八章中說道：「上善若水。
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
」老子首次提到水，就用了「上善」二字來形容，毫不掩飾對水的讚賞。
那麼，水究竟何德何能，讓大智大慧的老子如此青睞有加呢？
　　提起老子，大多數人想到的，便是「道」字。
「道可道，非常道」這句話，令人似懂非懂，卻幾乎無人不曉。
此一神祕莫測的「道」，早已成為老子哲學的代名詞。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心中的「道」無疑是效法自然的，明白了此一道理，我們即可理解水為何深得老子歡心，一切
皆源於它「道法自然」。
　　老子是春秋末期楚國人，可以肯定地說，他所生活的時代，環境汙染遠沒有今日嚴重。
況且楚國地處南方，青山綠水隨處可見，老子每天流連於如詩如畫的山水之間，欣賞急轉直下的瀑布
及涓涓細流的山溪，焉能沒有感悟於心？
　　何謂「上善」？
上，顧名思義，即為最高層次。
道教尊老子為「太上老君」，軍隊裡稱最高等級為「上將」，武俠中稱最厲害的武功為「上乘武功」
。
善，是指良好的本性，正如《三字經》首句所言「人之初，性本善。
」那麼，「上善若水」即是指最順應本性的人要像水一樣生存。
　　水是最順應本性的，不論流到哪裡，必然是往低處。
廬山是我國的名山之一，其中有一處著名景觀名為黃岩瀑布，古代文人墨客遊覽名山大川，這裡是不
能錯過的一景。
歷代詩人讚美此處的詩篇頗多，最有名的，當屬李白的《七絕．望廬山瀑布》：　　日照香爐生紫煙
，　　遙看瀑布掛前川。
　　飛流直下三千尺，　　疑是銀河落九天。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驚嘆，李白能有這樣浪漫的「懷疑」不足為奇。
想像一下：高高的山崖邊，一道水流奔騰而下，如玉龍天降，銀漢倒懸。
水流跌落的過程中，濺起無數水花雨霧，經山風吹拂，化為陣陣煙雲，隨風飄入雲際，這樣的奇景絕
對是人力所不能及。
李白不是科學家，不知道水往低處流是萬有引力的結果，便只能懷疑這般壯麗景象為「銀河落九天」
了。
　　直至九百多年後，英國的科學家牛頓發現著名的萬有引力定律，解開了其中的祕密：由於重力作
用，水必然要流向低處。
它從發源地出來後，遇到懸崖凌空飛落，一道雄壯瑰麗的瀑布就此形成。
水的「上善」即在於此。
　　《莊子．大宗師》中有一句話：「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很多人以為，老莊之學是在教人如何消極避世、躲開紛爭，尋求心理安慰，其實不然。
人要像水一樣活著，就應當順應本性、有所追求。
老子說：「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顯而易見，這幾句都是「玄德」的具體表現，概括而言，就是順應自然本性。
最順應自然的水流向低處，最順應自然的人就該往高處走。
　　一九四三年，美國紐約布魯克林學院的心理學教授馬斯洛，發表著名的論文《人類動機論》，在
這篇論文裡，他提出「人類需求層次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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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理論的含義是：人的需求可以從低到高分為五種層次，分別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愛和歸屬感
的需求、被人尊重的需求以及自我實現。
當人的低層次需求得到滿足，就會自然產生高一層次的需求。
生理需求是最低層次，即人首要考慮的「飲食男女」需求。
當這種需求具備之後，我們會有短暫的滿足感，但是這種滿足感不會一直持續，因為擔心失去已擁有
的一切，就會產生更高層次的需求。
現代社會，保險業興旺發達，正是因為人們會產生這種需求，也在順應這種需求。
人往高處走，正是契合馬斯洛需求理論的「上善」。
　　戰國人蘇秦被後世尊為「縱橫家」，與老子的道家並列諸子百家，其深有老子讚揚的「上善」之
風。
　　蘇秦出身尋常百姓家，年少時不願終生在家務農，就與張儀拜入鬼谷子門下，學習縱橫之術，以
求取富貴功名。
戰國時期要想出人頭地，比起隋唐以後要容易得多。
一方面，當時的「戰國七雄」（齊、楚、燕、韓、趙、魏、秦）都想壓倒另六家一統天下，各國君主
非常重視招攬人才；另一方面，當時並沒有科考，有能力的人不必非讀四書五經，只需投奔權貴門下
做其門客，表現能力後推薦給國君，得到國君的欣賞後，飛黃騰達就指日可待。
　　蘇秦的同窗龐涓得到魏王賞識，作了魏國大將軍，孫臏則幾經周折來到齊國，成為齊王的重要謀
士。
看到兩位師兄官運亨通，蘇秦很快拜別了鬼谷子下山而去。
　　蘇秦下山後的第一步是回家。
他想周遊列國，請求母親變賣家產作盤纏。
母親和家人當然極力反對，蘇秦沒有辦法，只好聽從兩個弟弟的勸告，退而求其次，求見近在洛陽的
周顯王。
見到周顯王後，蘇秦奏上自己的強國之術，但是周顯王並不想重用他。
　　在洛陽住了幾個月，眼見進取無望，蘇秦只能鬱悶地回家。
接著，他不顧眾人反對，變賣所有家產，買了華麗的馬車，雇了僕人，包裝自己，開始周遊列國。
　　當時已是戰國中後期，七雄之中，屬秦國最強大，有見識的人都能預測統一天下者非秦國莫屬，
所以年輕人求取功名，首選秦國，蘇秦也是如此。
但是，他去秦國費盡心思遊說，其治國策略仍不被採納。
經過幾年折騰，錢財花盡，蘇秦只好賣掉車馬僕人，身著破衣回到家裡。
　　想成事，運氣的因素是不能忽略的。
蘇秦這次的運氣顯然差到極點。
他之前的做法，已被人們認定是敗家行徑––見他狼狽地回來，母親厲聲斥罵；妻子正在織布，沒和
他說一句話；嫂子更是對他橫看豎看不順眼。
蘇秦餓得厲害，求嫂子為他做飯，但嫂子翻著白眼對他說家中沒柴可燒。
　　連番打擊，蘇秦仍未輕易放棄自己向上走的願望。
他愈加發憤讀書，知恥而後勇。
深夜，手不釋卷，睏倦至極，就拿錐子猛刺大腿以保持清醒。
刻苦積累了一年後，蘇秦再次雄心勃勃地踏上追求富貴之路。
　　有志者事竟成。
這次出山，蘇秦沒有首選秦國，而是在其他六國轉了一圈，成功說服六國合縱，共同抵抗秦國。
他也被六國國君封為「縱約長」，佩六國相印，總轄六國臣民，榮耀至極。
　　蘇秦功成名就後途經洛陽，諸侯們紛紛派使節送迎他，儀仗旌旗、前呼後擁達二十里，威風更甚
君王。
周顯王聽說蘇秦路過，專門派人清掃道路，設帳迎於郊外。
蘇秦的老母在路旁扶杖觀看，嘖嘖稱嘆；兩個弟弟、妻子和嫂子都恭恭敬敬地在郊外候迎，不敢仰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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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秦坐在車上，見嫂子對自己恭恭敬敬，特意下來詢問她：「嫂嫂，妳從前不給我好臉色，也不
為我做飯，現在為什麼對我這麼恭敬呢?」蘇秦的嫂子是個聰明之人，深知蘇秦是明知故問，如實回答
：「見季子位高而金多，不容不敬畏呀!」　　這就是「上善」的巨大魅力。
蘇秦愈挫愈勇追求「上善」，他的嫂子前倨後恭也在追求「上善」。
老子的順應自然本性，便是讓我們都去追求「上善」。
是水，就往低處流；做人，就要往高處走。
　　2.水無形，入器隨形　　自然多變，時而颳風，時而下雨；水也多變，從來沒有固定的形狀，放
進什麼容器，便是什麼形狀。
「道」也是如此多變：「道之為物，惟恍惟惚。
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
」　　《莊子．大宗師》裡詳盡地解釋「道」無形又多變的特性：「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
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
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這段話的意思是：「道」是真實又確鑿可信的，但也是無為和無形的；「道」可以感知卻不可以口
授，可以領悟卻不可以面見；「道」自身就是本和根，還未出現天地的遠古時代，「道」就已經存在
；它引出鬼帝，產生天地；它在太極之上卻不算高，它在六極之下也不算深，它先於天地存在還不算
久，它長於上古還不算老。
　　接下來，莊子又舉出很多例子說明「道」的特性是成就萬事之本：伏羲氏用以調和元氣（伏羲氏
是三皇之一，炎黃子孫的老祖宗，制陰陽八卦）；馮夷用道來巡遊大江大河（馮夷本是黃河邊一個強
大部落的首領，有一天不小心墜入黃河溺水而死，天帝封他為河神）；泰山之神肩吾用道來駐守泰山
；黃帝用道來登上雲天；顓頊用以居處玄宮（顓頊為黃帝之孫，是上古時期「三皇五帝」的「五帝」
之一。
他是北方之帝，又稱為玄帝，「玄」為黑色，乃北方之色）；彭祖得道，從遠古的有虞時代一直活到
五伯時代（彭祖是顓頊的玄孫，有虞是舜帝的姓，五伯是夏、商、周三個朝代的著名侯王，包括「夏
伯」昆吾、「殷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公和晉文公。
相傳彭祖活了八百多歲，是世上最懂養生之道、活得最長壽的人）；傅說用道輔佐武丁，統轄天下，
乘駕東維星，騎坐箕宿和尾宿，永遠排列於星神之際。
　　外在環境是時刻變化的，人不可能改變環境，只能被環境改變。
人只有適應環境良好，跟隨環境而變化，才算是真正把握住「道」。
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便是這個道理。
　　劉邦打天下時，漢初三傑（張良、蕭何、韓信）功勞最大：張良運籌帷幄，蕭何管理後勤，韓信
馳騁沙場。
平定天下後，三人的命運卻截然不同，其中的分別，在於對「道」的把握不同：張良功成身退，逍遙
自在；蕭何入器隨形，伴君如伴虎卻是生命無憂；韓信完全把「道」拋諸腦後，為所欲為，慘死呂后
之手。
　　韓信生性聰明。
父母早早離開人世，家中一窮二白，被同鄉人瞧不起，常以欺負他為樂。
某天，韓信走在市集，被一群惡少攔住。
一個屠戶大搖大擺站在他面前，指指點點地說：「韓信，你雖然腰間佩劍，卻是個貪生怕死的膽小鬼
。
有能耐你就拿劍來刺我，不然就從我的胯下鑽過去。
」　　初生之犢不畏虎，男孩在十幾歲時正是衝動之年，換了別人被這麼一激，肯定火冒三丈，管他
人多人少，先衝上去揍這傢伙一頓，出了這口惡氣再說。
但是韓信沒有這麼做，當時他腦子轉得飛快，仔細分析形勢：對方如果是一個人，我可以憑拳頭說話
，但現在是一群人，又是蓄意挑釁，自己勢單力孤，硬拚對自己不利。
好漢不吃眼前虧，韓信稍稍猶豫，接著後退幾步，低下頭，從屠戶的胯下爬過。
存心侮辱他的人一陣哄笑，韓信暗自冷笑：總有一天，你們會後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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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對一群小流氓耍無賴，韓信選擇「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的策略。
能準確把握環境和形勢變化，正是韓信高明之處，這也正是他的「道」。
可惜的是，幾經磨難，功成名就後，韓信隨即將從前堅持的「道」拋諸腦後。
　　西元前二○三年，韓信攻下齊國七十二座城池，手握重兵，雄霸一方的他開始飄飄然。
這時候，劉邦正受困於滎澤，等待韓信出兵相救，韓信卻落井下石，要求劉邦封他為假齊王，亦即代
理齊王。
　　古代的官爵名稱中，王的地位僅次於皇帝，往下依次為公、侯、伯、子、男。
一般只有皇族的人才可以封王，異姓大臣能受封王者鳳毛麟角。
唐朝猛將尉遲敬德兩次搭救李世民，也不過受封鄂國公。
郭子儀身繫大唐安危二十年，一生小心謹慎、光明磊落，方受封汾陽郡王。
雖然韓信戰功赫赫足以封王，但其做法明顯乘人之危，劉邦不恨他才怪呢！
更重要的是：劉邦當時只是漢王，韓信要當齊王，豈非擺明和劉邦平起平坐二分天下？
可以想見劉邦當時的心情：韓信能有今天，全是靠我提攜，我當初不拜你作大將軍，誰知道你現在是
什麼東西！
你現在有軍隊有地盤，就想和我平起平坐，將來豈不把我踹下去自己當皇帝？
　　據《史記》記載，劉邦收到這個消息後，憤怒大罵：「我被圍困在此，他卻要我封他為假齊王！
」這時張良使了一個眼色，又在桌下踹他一腳，劉邦馬上醒悟，順勢改口：「大丈夫建功立業，要作
就作真王，哪有作假王的？
」　　於是韓信要脅成功，如願當上假齊王，無形中也失去了劉邦對他的信任，兩人關係逐步惡化。
劉邦本是無賴出身，打天下時可以不拘小節，坐擁江山後，睚眥必報的嘴臉就顯露無疑。
他先是削了韓信的兵權，又把韓信從楚王貶成淮陰侯，最後授權呂后以謀反罪名將其殺害。
　　韓信的遭遇驗證了老子的話：「揣而銳之，不可長保。
」只有善於改變自己適應形勢，才能長久地在生活的浪尖上體驗激流。
世事多變，適者生存，終其言，難離「道」字。
　　蕭何應對環境變化的能力，顯然比韓信高明許多。
蕭何是劉邦手下最資深的部下，從劉邦沛縣起兵開始，他就一直跟隨劉邦，坐鎮後方，負責軍隊後勤
供應，劉邦屢次戰敗又能東山再起，蕭何居功至偉。
劉邦非常信任和讚賞蕭何的能力，曾經親口說：「鎮國家，撫百姓，給饋賞，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
」但蕭何深知劉邦的脾氣秉性，一直安分守己，從未恃寵而嬌。
　　古代君主總是多疑。
臣子太差，他疑心自己的命令不能好好執行；臣子太強，又疑心臣子會不會有一天謀朝篡位。
劉邦對蕭何同樣心存戒心。
　　採用蕭何的計謀除掉韓信後，劉邦對蕭何大加封賞，派一名都尉率五百名士兵作蕭何的護衛。
蕭何對此非常高興，當天就在府中擺酒慶賀。
很多人都來道賀，有個人名叫召平，卻身著白衣白鞋，前來弔喪。
蕭何見狀，勃然大怒，讓家丁抓住召平，氣勢洶洶地質問他為何這麼做。
　　召平對蕭何說：「相國，您就要大禍臨頭了。
皇上在外餐風露宿，您長年留守京城，既沒有汗馬功勞，又沒有特殊勳績，皇上加封，為您設置衛隊
，乃因最近淮陰侯在京謀反，也懷疑到您。
安排衛隊保衛您，不是對您的寵愛，而是為了防範。
希望您辭卻封賞，將全部私家財產捐作軍用，方能消除皇上對您的疑心。
」蕭何經召平這一提醒，便意識到今日不同以往，應該改變策略才是。
於是他辭掉封賞，暫時穩住了劉邦的心。
　　同年秋天，英布謀反，劉邦親自率軍征討。
每次蕭何派人輸送軍糧到前方，劉邦都問：「蕭相國在長安做什麼呢？
」使者回答，蕭相國愛民如子，除買辦軍需以外，無非是做些安撫、體恤百姓的事。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厚道>>

劉邦聽了默不作聲，使者回來後轉告蕭何，蕭何也未識破劉邦的心思。
　　一次，蕭何偶然和門客談及此事，門客忙說道：「主公，您不久就要被滿門抄斬了！
」蕭何大驚，忙問為什麼。
門客說：「您身為相國，功列第一，還有比這更高的封賞嗎？
況且您一入關就深得百姓愛戴，至今已十多年了，百姓都擁護您，您還在設法為民辦事，以此安撫百
姓。
皇上之所以幾次問起您的起居動向，就是畏懼您借關中的民望圖謀不軌呀！
事到如今，您只有賤價強買民間田宅，故意讓百姓罵您、怨恨您，製造些壞名，這樣皇上看您不得民
心，才會放心。
」　　蕭何雖然不願意，但為了保全自己，只好故意做些侵奪民財的壞事自汙名節。
沒過多久，劉邦知道這些事，嚴詞斥責蕭何，要他向百姓認錯，補償田價，但過後並未追加懲罰。
蕭何終於以此打消了劉邦對他的疑心。
　　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
」又說：「道常無名，樸。
雖小，天下莫能臣。
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
」這兩句話給我們的啟示是：「道」無形多變，人一定要把握住「道」，像「道」一樣「周行而不殆
」，才能讓「萬物自賓」。
自古伴君如伴虎，蕭何能在劉邦手下風光數十年，要歸功於他把握住了「道」。
形勢在變，上位者的心態在變，要保全自己，一定要跟著變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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